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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文理〔2017〕9 号 
 

 

 

四川文理学院关于 

立项建设 2016 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为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促进大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

究，全面提升大学生科学素养，根据学校《大学生科技及学术活

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各二级学院初评、择优推荐，科技

处组织专家复评，校学术委员会审定通过，同意立项建设《探究

达州红色旅游开发对策研究——以石桥古镇为例》等 73 项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四川文理学院校园开放前后影响力评价研

究》等 21 项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分别资助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每

项 800元、自然科学项目每项 1000 元的研究经费。 



 — 2 — 

本次立项建设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1 年，结题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学生科研活动，

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科研的指导，督促参与项目的学生积极开

展研究，争取按时高质量结题。 

 

附件：四川文理学院 2016年度大学生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情 

      况一览表 

 

 

 

                                四川文理学院 

                               2017年 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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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文理学院 2016 年度大学生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立项情况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职称 项目类别 二级学院 

X2016R001 探究达州红色旅游开发对策研究——以石桥古镇为例 李  婷 彭金祥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2 四川文理学院老挝留学生学习生活情况的调查研究 林月明 郑岚心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3 “互联网+现代农业”新型农合模式探索 罗兴亚 党超亿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4 四川方言特殊词汇来源探析 彭银梅 朱妍娇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5 
戏剧社团中喜剧创作的现状与发展——以四川文理学院红

烛剧社为例 
秦自康 刘长宇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6 四川文理学院大学生心理状况调查分析 徐  智 周  丽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7 
地方高校书香校园建设的现状及发展研究——以四川文理

学院为例 
徐维维 熊明川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8 达州市凤凰山红色文化调查研究 唐海燕 杜松柏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09 大学生个人微信公众号的调查研究 李汶其 刘清花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X2016R010 巴服饰文化的当代利用研究 曾朋程 刘  术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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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R011 文化差异下标语翻译的方法探析 王  露 甘晓莉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2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研究——以四川文理学院对外交流

为视角 
熊  媛 顾玉兰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3 商务礼仪在跨文化贸易中的应用研究 阳一龙 汪成慧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4 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利弊研究 李金会 吴素梅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5 大学生拖延症现状调查研究——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杨雯雯 张松存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6 爱伦•坡的伦常观分析研究 任  驰 李雪梅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7 新媒体时代在校大学生课外阅读习惯与需求研究 陈舒航 杨  馨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8 商务英语就业前景调查研究 杨丹妮 朱宇梅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外国语学院 

X2016R019 
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参与意识的现状调研——以四川文理

学院为例 
薛秋艳 罗大蒙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X2016R020 
第三部门视域下高校社团发展问题研究——以四川文理学

院为例 
陈  昊 刘海名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X2016R021 
“四进四信”视野下的高校理论社团建设问题研究——以 S

校大学生“中特”理论研究会为例 
尹贤彬 陈仲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X2016R022 巴山背二哥的起因、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梁织世 何先成 助理    研究员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X2016R023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以

达州市通川区 X 社区为例 
彭子骦 罗大蒙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X2016R024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路边划线区域停

车收费是否合法为例 
方  媛 陈仲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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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R025 达州市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赵利红 孟秋菊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26 四川文理学院大学生“宅”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谷金花 蔡奇航 会计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27 关于大学生兼职现象的调研 邓兴慧 匡彩云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28 
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重污染

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蔡梦霞 李爱民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29 大学校园恋爱对大学生的消费影响研究 张  兴 李  健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0 达州市商贸流通业发展中的农村物流研究 曹  红 王情香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1 大学生众筹模式对孵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研究 赵新民 苟延杰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2 大智移云时代班级管理创新研究 孙国强 程子彪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3 余额递减法在新经济形势下的适用性研究 杨  盼 苟聪聪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4 内部审计的独立性研究 罗贤垟 毛  丹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财经管理学院 

X2016R035 物业管理介入居家养老的途径研究 曹代森 张俊浦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X2016R036 达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收入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杜長庚 靳能泉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X2016R037 四川省物业服务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何妍洁 王  跃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X2016R038 
“营改增”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万科物

业为例 
谭  玲 陈熙隆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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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R039 
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医疗经营的可行性研究——以达州

市为例 
伍  超 何江华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X2016R040 基于互联网+的成渝地区养老物业管理服务调查研究 张艺林 靳能泉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康养产业学院 

X2016R041 家庭结构对社区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调查 彭志伟 廖明英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2 达州市民对特殊教育的认知及参与意愿调查 陈艾昕 王  斌 助研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3 幼儿园歌唱教学活动现状调查研究 张  敏 李秀明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4 3—6 岁幼儿家庭性教育存在的问题调查研究  闫雪凡 范元涛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5 大学生课堂不良表现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  燕 王振华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6 达州市社区妇女手工艺制作调查研究 毛天英 纪瑞祥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7 本科学前教育技能培养的调查研究 杨  美 王冬梅 讲师 人文社会学科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8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研究——以达州市为例 陈  雪 黄培森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教育学院 

X2016R049 沱江船工号子的保护传承研究 粟  程 赵  英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0 钢琴曲《巴蜀之画》的音乐形象探究 赵春林 褚会文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1 
“同途异路”的艺术特色——民歌《槐花几时开》不同演唱

方式的效果比较 
刘美玲 褚会文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2 传统戏曲黄梅戏的行腔研究 武有为 何凤先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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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R053 新形势下巴山民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姜露璐 冉  明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4 腹式呼吸法与背式呼吸法的联系和区别探究 郑  静 潘广宇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5 c 小调革命练习曲赏析 王小童 杜佳倪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6 
中国民歌改编钢琴曲的触键及音色表现研究---以储望华《新

疆随想曲》为例 
李  婷 高  琳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音演学院 

X2016R057 
美术馆展览活动对学生创作意识的启发与培养——以四川

文理学院为例 
段晶晶 邓  旭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58 油画风景基础写生向创作转换的思维模式探究 陈  希 王勃凯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59 
从专业特性探究川东地区产品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以家

具设计课程为例 
陈一婷 周  军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0 巴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达州为例 陈  平 陈红强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1 中国油画肖像精神性创作研究 陈海碧 王  毅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2 扎染艺术与现代室内软装设计的应用研究 陈  蓝 孟  君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3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的手工皮具体验平台创新研究 袁连紫 许丽丽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4 宋代米芾及其书法研究 乔亚军 李  炎   助教 人文社会科学 美术学院 

X2016R065 达州市通川区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调查与分析 吴嘉瑞 李进文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66 基于“大健康”视阈下达州农村体育发展研究 廖梨君 孙亮亮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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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R067 达州市老年人气排球运动开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李文诚 孙亮亮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68 新都镇 60 岁以上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现状调查 涂  维 彭炤灴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69 浅谈运动处方在治疗颈椎病中的作用 谭书金 王  茂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70 浅谈篮球运动在提高青少年身体协调性中的作用 贺定一 覃雪芹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71 篮球运动员膝半月板损伤的研究 张  楠 杨  明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72 哑铃飞鸟在胸肌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周  舰 罗小兵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体育学院 

X2016R073 酒店绿色营销发展探究——以达州市为例 张晨曦 卢双鹏 讲师 人文社会科学 
建筑工程学院、        

生态旅游学院 

X2016Z001 四川文理学院校园开放前后影响力评价研究 林巧儿 胡  蓉 讲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2 雾霾治理问题初探——以成都市为例 王  瑶 唐玉萍 副教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3 四川文理学院大学生体能测试成绩统计分析与研究 孙昌满 郑宗剑 讲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4 校园停车收费系统研究——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张艾萍 苟  格 讲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5 民国时期大学入学考试数学试卷分析 周颂源 唐海军 讲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6 学生宿舍空调的最佳安放位置分析 陈晓丹 胡  攀 讲师 自然科学 数学学院 

X2016Z007 腐植酸对水体中重金属吸附性能研究 雷玲玉 朱  辉 助教 自然科学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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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16Z008 固定化离子液体吸附提取杜仲总木脂素研究 衡  玉 彭林彩 助教 自然科学 化工学院 

X2016Z009 基于多服务的大学生在线新闻推荐平台 王峻愷 梁  弼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0 基于 J2EE 的四川文理学院校友录 张  莉 梁  弼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1 基于 J2EE 的“一科多考”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梁  龙 成淑萍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2 智慧课堂——智能考勤系统 闫雪萍 成淑萍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3 基于慧鱼组合模型的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技术研究 杨  刚 涂  朴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4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  果 化希耀 副教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5 个人云端存储系统构建研究 严泽文 蒲国林 副教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6 基于 Android 的校园智能掌上餐厅的设计研究 陈园园 贺建英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7 四轴飞行器双控制导技术 赵彬程 化希耀 副教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8 无线检测小车系统设计和研究 刘  川 涂  朴 讲师 自然科学 智能制造学院 

X2016Z019 教学楼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的可行性研究 唐  庆 李  浩 助教 自然科学 
建筑工程学院、        

生态旅游学院 

X2016Z020 工程造价在项目全寿命周期中的应用研究 罗梓桓 付  琴 助教 自然科学 
建筑工程学院、        

生态旅游学院 

X2016Z021 达州市绿色建筑的现状分析和发展规划研究 杨美发 赵亚琼 助教 自然科学 
建筑工程学院、        

生态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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